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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封面、编排说明及要求 

一、论文的制作 

自行根据要求排版打印。论文应包含：内封、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目录、

正文、参考文献、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论文独创性声明以及论

文使用授权声明。封面按照学校要求统一编排。 

二、论文内容编排 

（一）论文统一按 word格式 A4纸（“页面设置”按 word默认值）编排、打

印、制作。论文均采取双面打印。 

（二）论文撰写格式 

1．学位论文统一用微软 Word 软件排版。 

2．学位论文打印格式 

（1）正文内容：用小四号宋体，字符间距用标准，行距 1.5 倍； 

（2）论文标题：一级标题用小二号黑体，二级标题用小三号黑体，三级标

题用四号黑体，四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 

（3）每一章单独起页； 

（4）标题与标题不空行，标题与上段正文之间空一行； 

（5）图、表和正文之间空一行，图、表名用五号黑体，图表内容用五号宋

体； 

（6）参考文献用小四号宋体。 

3．学位论文摘要打印格式 

（1）摘要论文题目：用小二号黑体，专业、研究方向、作者姓名、指导教

师姓名、职称用小四号宋体； 

（2）摘要正文：用小四号宋体，行距 1.5 倍； 

（3）关键词：用四号加粗宋体。 

4． 学位论文一律以 Word 或 PDF 格式按照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的要求提交 

5.  注释体例 

（一）本刊提倡引用正式出版物，出版时间应精确到月；根据被引资料性质，

可在作者姓名后加“著”、“主编”、“编译”、“编著”、“编选”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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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中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样式为：1、2、3 等。 

（三）非直接引用原文时，注释前加“参见”；非引用原始资料时，应注明“转

引自”。 

（四）数个注释引自于同一资料时，注释皆用完整表达，不采用“如前引注

1，哈耶克，第 48 页”等简略方式。 

（五）引文出自于同一资料相邻数页时，页码应明确，注释体例为：……，

第 67-69 页。 

（六）引用自己的作品时，同其他注释一样完整表达，直接标明作者姓名，

不要使用“拙文”等自谦词。 

（七）具体注释体例： 

1、著作类 

①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 页。 

②高鸿钧等主编：《英美法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4 页。 

③应松年、马怀德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

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8 页。 

2、论文类 

①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中外法学》2001 年第 1 期。 

② 贺小勇：《论金融全球化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载中国知网，华东政

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年，第 23 页。 

3、文集类 

①[美]J. 萨利斯：《想象的真理》，载[英]安东尼·弗卢等著：《西方哲学演讲

录》，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12 页。 

②孙品一：《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现代化特征》，载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

研究会编：《科技编辑学论文集(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 页。 

4、译作类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55 页。 

②[以]Gabriel Hallevy：《人工智能实体的刑事责任——从科幻小说到法律的

社会控制》，金泽刚、赵增田译，载《刑法论丛》2020 年第 3 期，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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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纸类 

① 何海波：《判决书上网》，载《法制日报》2000 年 5 月 21 日，第 2 版。 

6、古籍类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7、辞书类 

①《新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 页。 

8、外文类 

依从该文种注释习惯。 

9、网址 

①《国庆假期出游 六大旅游骗局要警惕》，载人民网 2021 年 9 月 27 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0927/c1008-32238063.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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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张：目录（打印时删除） 

            目        录  （小二号黑体） 

（ 空一行）         

导言                                  （四号黑体） 

一、选题意义································································1   （小四号

宋体，下同）                                                  

二、文献综述····················· ···········································2 

三、研究方法······························································· 

四、主要创新及不足··························································· 

第一章  审议程序概述················································3（四号黑

体，下同） 

第一节 审议程序的概念、特征和种类····························6（小四号黑体，

下同） 

    一、 审议程序的概念·················································9（小四号

宋体，下同） 

    二、 审议程序的特征·················································12（小四

号宋体，下同）  

    三、 审议程序的种类·················································16（小四

号宋体，下同）   

第二节   

    一、 

    二、 

三、 

第三节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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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一、 

二、 

三、 

 

样张：正文部分样式一：（打印时删除） 

论立法中的审议程序(用小二号黑体) 

（空一行） 

导    言（一级标题用小二号黑体） 

一、选题意义              ······················1   （四号黑体，下同）                                                  

二、文献综述            ······················2 

三、研究方法 

四、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审议程序概念 （一级标题小二号黑体） 

（空一行） 

第一节 审议程序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二级标题用小三号黑体） 

一、审议程序的概念                  （三级标题用四号黑体） 

18 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将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实体”

引入法学，把规定人们事实上的权利、义务的法律称为实体法，把用来申明、证

实或强制实现这些权利、义务的手段或保证它遭到侵害时能够达到补偿的法律原

则和制度称为程序法。自此以后，程序的意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现代社

会中，程序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法律的中心和基石，成为各种法学理论的最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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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数。1
 （正文用小四号宋体下同） 

 „„„„„„„„„„„„„„„„„„„„„„„„„„„„„„„„

„„„„„„„„„„„„„„„„„„„„„„„„„„„„„„„„„„

„„„„„„„„„„„„„„„ 

(一) 过程说（四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 

该说从审议程序的动态运行着眼，认为它“是一个过程”，是按照一定顺序、

方式和手续作出决定的行为过程，2是“对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规范性进行审定

的民主决策过程”。3 

（二）要素说 

  „„„„„„„„„„„„„„„„„„„„„„„„„„„„„„„

„„„„„„„„„„„„„„„„„„„„„„„„„„„„„„„„„„

„„„„„„„„„„„„„„„„ 

（三）职权说 
„„„„„„„„„„„„„„„„„„„„„„„„„„„„„„„„„„„„„

„„„„„„„„„„„„„„„„„„„„„„„„„„„„„„„„„„„„„„„

„„„ 

 

 

                                                        
1
 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 年第 1 期。 
2
 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1 页。 
3
 唐孝葵等著：《地方立法比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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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张：（打印时删除，另起一页） 

参考文献（小二号黑体） 

 

样张：（打印时删除，另起一页） 

注意：同一类参考文献按作者首字母排序。（打印时删除） 

 

参考文献（小二号黑体） 

一、著作类(含专著、译著及编著)（四号黑体，下同） 

1.何勤华著：《中国法学史》，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小四号宋体，下同） 

2.梁慧星编著：《物权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3.彭万林主编：《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4.张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二、论文类（含杂志、报纸、文集、学位论文及网页） 

1.郭道晖：《社会权利与控制社会》，载江平主编：《比较法在中国》，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2.胡沧泽：《唐代御史台司法审判权的获得》，载《厦门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3.贺小勇：《论金融全球化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载中国知网，华东政法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4.李傲、夏军：《试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载《法学评论》1997 年第 1 期。 

5.《国庆假期出游 六大旅游骗局要警惕》，载人民网 2021 年 9 月 27 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0927/c1008-32238063.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11 月 24 日。 

6.孙品一：《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现代化特征》，载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

会编：《科技编辑学论文集(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7.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载《人民日报》1998 年 12 月 25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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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樱井雅夫：《欧美关于“国际经济法”概念的学说》，蔡美珍译，载《外国

法学译丛》1987 年第 3 期。 

三、外文类 

1. U.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Federal Reporter, 2nd Series, Vol.148, 1945, 

p.416.  

2.Seidl-Hohenvelder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nd ed.,Martinus Nijhoff, 1992.  

作者名，著作名，版次，出版者名，年份。 

3. Chia-Jui Cheng ed.,Clive M. Schmittoff’s Select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Kluwer, 1998. 

作者名，著作名，出版者名，年份。 

4. M.Paiy, Investment Incentives and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2, 1998.  

作者名，论文名，期刊名，卷次，年份。 

5.S. McDonell, When China Began Streaming Trials Online, BBC NEWS (2016-9-30), 

https://www.bbc.com/news/blogs-china-blog-37515399. 

作者名，文章名，网站名，访问时间，网址。 

  

https://www.bbc.com/news/blogs-china-blog-37515399

